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攀登的足迹

— 生命科学基础研究成果巡礼
’

张凤珠 王钦南 顾锦冲 叶鑫生

(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生命科学部
,

北京 10() 0 8 5)

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已成立 十五年了
,

她

以资助我国的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为 已任
,

遵

循
“

依靠专家
,

发扬 民主
,

择优支持
,

公正合理
”

的原

则
,

大力提倡和鼓励创新
。

十五年来
,

生命科学部共

资助面上项 目 17 4 63 项
、

重点项 目 25 6 项
、

重大项 目

2 5项
、

高技术探 索项 目 6犯 项
、

国家杰出青 年科学

基金 21 1 项
、

海外青年学者合作研究基金 58 项
、

优

秀青年集体 5 个
、

农业
、

新医药和结构生物学倾斜项

目 93 项
。

资助总经费超过了 20 亿元
,

有力地推动

了我国生命科学基础研究的发展
,

稳定 了一批基础

研究的科技人才 (平均每年直接受益的科技人员在

7 O0() 人以上 )
,

取得了大量成果
,

提高了生命科学的

整体研究水平
,

培养了一批优秀人才
,

为中国的生命

科学走向世界奠定了一定基础
,

其资助效果正逐渐

显现
,

让我们从下面的一些例子看看我国科学家攀

登的足迹
。

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夏家辉教授等在国家 自然

科学基金重大项 目 (批准号 : 39 3 9 29 00 )等资助下第

一个克隆出高频耳聋基因
,

该成果
:

《编码间隙连接

蛋白基因突变与显性听力减退 的关系》一文于 19 98

年 12 月发表在《N at u er g en et i c s

》上
,

这是中国科学家

在本土完成 的基础研究成果
,

首 次在 《N at u er g en et
-

ic s》发表
,

是我国克隆遗传病基因零的突破
。

两年之后
,

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张

小海
、

沈岩等获得遗传性乳光牙本质的疾病基因 (批

准号
: 3 9 62 5X() 7

,

3 9 9 9 34 2 3 )
,

其成果《遗传性乳光牙本

质致病基 因的鉴定 》于 200 1 年 2 月发表在 《 N at u er

ge ne ict s)) 上
。

这是继夏家辉之后
,

在中国本土上克隆

的又一个人类遗传病基 因
。

为此
,

《N at u er g en iet cs 》

评论道
: “

对人类遗传病基 因的定位与克隆
,

不再被

西方学者垄断
” 。

四川大学华西医学院魏于全教授在 自然科学基

金 (资助号 : 3 96 8X() 30
,

3 9 72 5 0 3 1 )等资助下
,

发现并证

明异种血管内皮细胞诱导多种肿瘤的抗肿瘤免疫反

应阻断肿瘤血管生长
,

其成果
: 《异种 内皮细胞作为

肿瘤免疫治疗的疫苗 》于 20 00 年 10 月 以核心论文

( A rt i e le s )发表在 《N at u er M e di e ine 》上
。

开辟了肿瘤

治疗的全新思路
,

引起国内外的轰动
。

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化与细胞研究所张永莲教授

等对 1个名为 iB nl b 的鼠源新基 因的功能研究取得

突破 (批准号 : 3 9 89 3 3 20 )
。

该基因只在附皋头部上

皮细胞中特异表达具有抗菌功能的多肤
,

生育旺期

表达最高
。

这是 目前第一个发现与附肇防御系统相

关的天然抗菌肤
,

人体也类似
,

也是国际上发现的第

一个与男性生殖系统炎症相关的功能基 因
,

第一次

证实附翠具有免疫系统
。

其研究成果 : 《大鼠生殖系

统中的一 个抗 菌肤基 因》
,

于 200 1 年 3 月在 《 cS i
-

en ce 》上发表
,

是我国生命科学基础研究成果第一次

在《cS ien ce 》上刊载
。

发表同期
,

《sc ien ce 》评论指出
:

“
iB al b 基因所表达的多肤可开发成一个既能阻止精

子生长又能抵抗性传播疾病的药物
” 。

国外许 多研

究机构希望合作研究
,

多家公司表 明了投资的积极

性
。

北京大学方精云课题组在中国陆地碳循环和生

物生 产 力 等研 究 方 面取 得 重 要 进 展 (批 准 号
:

3 9 4 25 00 3 )
,

于 20() l 年 6 月在 《S e i e n e e 》发表 了论 文
。

该研究 回答了三个方面的问题
,

即
:

中国森林植被的

碳储量及空间分布格局 ; 半个世纪以来 中国森林植

被的碳储量 ; 在全球碳循环 中
,

中国森林所起的作

用
。

这些结果对全球气候变化及生态系统生态学研

究具有重大的意义
。

为学术界有重大争议的北半球

陆地
“

碳汇
”

问题提供 了直接 的证据
,

研究结果还证

明中国森林植被净吸收的二氧化碳可以部分抵消其

工业排放量
,

从而为中国争得额外的排放份额
,

为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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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经济的发展带来 巨大的经济利益
,

也为 中国将来

的环境外交谈判提供了有力的科学数据
。

该研究得

到了国内外同行 的高度评价
,

《cS i en ce 》杂志发表了

两篇评论
,

认为为今后的研究制定了一个基准
,

也为

敏感的国家间及国际的森林及碳循环政策提供了一

个基本原理
。

上海交通大学 / 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院贺

林教授在国家杰出青年基金 (批准号 3 9 7 25 01 9) 等资

助下
,

对恒齿缺失相关基 因和 A
一

1 型短指 (趾 )基因

进行定位克隆
,

以候选基 因克隆法得到 了 A
一

1 型短

指 (趾 )的致 病基因 ( IH H )
。

在世界上首 先揭示 了

IH H 基因在导致人类遗传疾病 中的作用
,

发现 IH H

是转录起始的调节因子
,

一旦出现差错
,

将导致骨骼

异常
。

从而揭开了遗传学史上发现的第一例符合孟

德尔遗传规 律的常染 色体显性 遗传病 的
“

世 纪之

梦
” 。

该项成果发表在 《N at u er g en et ic s》上
。

还有
,

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零 四医院付小兵教

授
,

自 19 93 年 回 国 以 来
,

在 国 家 自然 科 学 基 金

( 39 4 7 0 70 6
,

3 9 87 0 7 3 1 )
、

国家 杰 出 青 年 科 学 基 金

( 39 52 50 24 )等资助下
,

以生 长因子促抑创伤修复机

制及临床应用为切人点
,

从分子水平研究了以成纤

维细胞生长因子 ( F G F )
、

表皮细胞生长因子 ( E G F )等

几种重要生长因子在受创组织 中的变化规律
,

以及

与组织修复速度和质量之间的关系
。

开发出国际上

第一个应用于临床 的创烧伤治疗国家一类新药
,

该

药不仅明显提高了浅 I护
、

深 I护烧伤创 面愈合速度
,

而且也使许多常规方法难以治愈的慢性难愈合体表

创面愈合
,

获得了 目前世界规模最大的多中心临床

应用结果
。

该成果于 19 98 年发表在 国际权威临床

医学杂志 ( 《aL cn et 》 )《柳叶刀 》上
,

引起新闻媒体和国

际同行的高度关注
。

之后付小兵等在继续的研究 中

又发现在再生表皮的棘细胞层与颗粒层中存在一些

散在的对 盯 整合素和角蛋 白 19 染色阳性的细胞 团

块
,

呈岛状结构且具有干细胞特征
,

进一步研究发现

仅在由表皮细胞生长因子 ( E G )F 治疗而愈合的创面

存在这种干细胞岛现象
,

并初步证明这种存在于修

复表皮棘细胞与颗粒细胞中的干细胞是在表皮细胞

生长因子诱导下逆向分化而来
,

是已分化的表皮细

胞向表皮干细胞逆分化的结果
。

在国际上首先发现

并证实了表皮细胞存 在逆分化现象
,

该结果发表在

2 00 1年 9 月出版的《aL cn et 》上
,

又一次在学术界引起

较大反响
。

通过 巧 年的积累
,

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生

命科学的研究成果几乎遍及了世界重要学术期刊
,

特别是 自 19 98 年以来
,

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生命科学

领域的基础研究不断取得重大进展
,

其研究成果陆

续发表在《N at u er 》
、

《cS i en ce 》
、

《 Cell 》
、

《P N A S》等国际

著名刊物上
。

可以预料还会有更多的源头创新不断

涌现
,

不难看出我国生命科学的基础研究开始走 向

世界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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德国洪堡基金会推出库瓦勒丝卡娅奖计划

德国洪堡基金会最近推出了一项库瓦勒丝卡娅

奖计划
,

此奖项是以著名数学家库瓦勒丝卡娅名字

命名
。

目的是吸引国外优秀青年科学家前往德国进

行科学研究工作
。

获奖者年龄不超过 35 岁
,

详细情

况可从网上了解
。

德国洪堡基金会的网址是 :

~
.

h u m b o ld t
一

fo u n d a t io n
.

( 中德 中心 陈乐生 供稿 )


